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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二： 
北京北京北京北京奥奥奥奥运运运运背景下的中背景下的中背景下的中背景下的中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家形象家形象家形象家形象研研研研究究究究    

国家形象是国际传播中社会公众对国家的认识和把握，是公众作为主体感受国家客体而形成的复

合体,也即国家行为表现、性状特征、精神面貌等在公众心目中的抽象反映和公众对国家的总体评价

和解读。国家形象的形成离不开行为主体，行为主体本身的行为过程和行为表现是媒介传播的基础，

具体的国家形象既存在于媒介的文本之中，也存在于该国的行为和传播制度之中，鉴于此，本研究从

主体行为和媒介文本两个方面入手，考察中国的国家形象。而在媒介文本中，也对自塑和他塑进行比

较研究。基于研究视角的确立，本研究将《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泰晤士报》

（Times）、《中国日报》（China Daily）和《人民日报（海外版）》为研究对象，对上述媒体在北

京奥运背景下的涉华报道何北京奥运相关报道进行了内容分析。 

   二、研究结果 
 

（一）北京奥运背景下中国国家形象主体行为
 

1、中国国家形象主体的政治外交行为
 

因应经济体制改革和科学技术进步的时代命题，中国执政党稳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积极落实依

法治国方略、着力建设服务型政府，政治文明建设积极推进，执政理念更加和谐、开放、包容，决策

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显著增强。
 

面对外部发展环境的复杂多变，中国领导层以“和谐世界”口号完善外交工作理念，先后提出对

内构建“和谐社会”和对外推行建设“和谐世界”的重大战略思想，全方位地将“和谐”理念延伸到

处理国际事务的实践中。 
 

2、中国国家形象主体的经济行为
 

在申奥成功的同一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近几年来，中国加快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加快转

变经济增长方式，加快调整经济结构，国民经济运行与世界经济更为接轨，经济总量保持快速平稳增

长。
 

3、中国国家形象主体的社会文化行为
 

文化的本质是全民族认同的价值系统。近年来，中国执政党致力于“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

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

“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得到强化，全民族团结奋斗



的共同思想基础得到巩固。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也得到长足发展。教育事业发展迅速，科技事业硕果累

累。体育事业取得辉煌成就。在本届奥运会上，作为东道主的中国代表图展现了高超的竞技水平，取

得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成绩，金牌数量由雅典的32枚上升到了51枚，奖牌数量从63枚上升到了100枚。

中国成为百年奥运会史上首个荣登金牌榜首的发展中国家。
 

4、北京奥运会的组织与奥林匹克传播行为 

为了办好北京奥运会和残奥会，中国政府遵守承诺，发挥制度优势，加强国际合作。在“五个结

合”的举办战略和“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人文奥运”理念的指导下，缜密准备，精心组织，借助大

众传媒和组织传播的形势，在广泛进行奥林匹克教育的同时，也取得了北京奥运会的圆满成功。 

（二）北京奥运背景下中国对外宣传媒体的形象自塑
 

1、《中国日报》中的中国国家形象 

从整体看，《中国日报》中的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发展、积极努力、不断进步，获

得国际广泛支持的国家。在北京奥运周期中，《中国日报》对中国的报道议题丰富，涉及北京奥运筹

备工作的方方面面。其中体育明星是《中国日报》北京奥运报道的重点，其次是体育活动，然后是政

治外交、经济、城市建设与社会控制等议题。从题材选择上，尽量淡化政治色彩，注重人文价值观念

的题材；报道态度积极正面，力求透过媒体的引导传达积极正面的国家形象；从报道的具体方式来

看，在重大原则问题上严格坚持正面导向方针，并注重宣传策略和技巧。 

2、《人民日报（海外版）》中的中国国家形象 

《人民日报（海外版）》中的中国国家形象是一个自信、积极进取、和平崛起的国家形象。《人

民日报（海外版）》在报道北京奥运时，改变了以往过分强调金牌的媒体“议程设置”，将新闻重点

的选择逐渐转移到文化活动的报道、特殊人物形象的塑造等议题上。在“议程设置”中，弱化了带有

强烈意识形态表征的报道议题，增强了对外传播内容的共享性，同时加深了中国媒体与海外受众之间

的亲和力，以更加灵活巧妙的塑造中国的国家形象。 

（三）北京奥运背景下西方媒体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建构
 

1、北京奥运背景下《纽约时报》中的中国形象
 

《纽约时报》中的中国是是经济发展迅速，但政治封闭，社会矛盾和突发事件频发的国家。北京

奥运背景下，《纽约时报》涉华报道数量有所上升，态度向积极方向改变。《纽约时报》主要是通过

对中国经济、政治、北京奥运和重大社会事件的报道来建构中国的国家形象。从建构中国国家形象的

方式上看，该报主要借助通讯、深度报道、特写和专访等体裁。《纽约时报》以客观的方式，通过材

料的精心选择来表达有倾向性的态度。正面报道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 ，负面报道主要集中在人权 、

民主等政治议题和北京奥运、环境等议题。在北京奥运期间，将焦点集中在人权和环境问题上，且持

质疑态度。针对在奥运期间发生的恐怖事件，将矛头直指中央政府；对刘翔退赛事件表现出温情和人

文关怀。此外，在奥运期间的报道重点还包括食品中毒、开幕式假唱、体操女运动员虚报年龄等事

件。尤其是对体操女运动员年龄虚报这个问题，从比赛初期一直持续到比赛结束。
 

（二）北京奥运背景下《泰晤士报》中的中国形象
 

《泰晤士报》的中国是经济逐渐崛起，社会混乱，文化神秘、政治封闭的国家。进入北京奥运周

期以后，《泰晤士报》对中国的关注显著上升。《泰晤士报》对中国的报道集中在经济、特稿和海外

新闻版，以通讯（深度报道、专访、特写）和消息为主，篇幅较长，报道详细。从《泰晤士报》对中

国的报道看，报道议题主要集中在经济、北京奥运、文化艺术教育等领域。基本秉承其传统，尽量以



客观中立的报道来反映中国社会的变化。在有偏见的报道中，消极报道远远多于积极报道。《泰晤士

报》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表现出爱恨交织的情感，既肯定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和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

的影响力，但也认为中国在对外贸易中存在倾销、掠夺世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资源的行为。《泰晤士

报》对北京奥运的报道集中在火炬传递、人权、新闻自由、环境和开幕式造假等方面。但在对中国文

化艺术教育等方面也表现出钦慕和批评混合的复杂情感。总体而言，《泰晤士报》对中国的报道有逐

渐“去政治化”倾向，但涉及人权、民主等话题时，忽视中国的国情和中国政府的努力，依然以有色

眼镜看待中国。
 

三、结论
 

（一）西方媒体中的极端的中国形象得到了部分修正，但偏见依然存在 

通过对北京奥运周期中《纽约时报》和《泰晤士报》涉华报道的内容分析发现，进入北京奥运周

期以后，无论是《纽约时报》还是《泰晤士报》的涉华报道数量均有所提升，《纽约时报》对中国负

面报道虽然依然较高，但逐渐呈下降趋势，中立报道已超过了一半。对中国经济的报道比较客观，在

《纽约时报》上反映的中国经济形象基本上是发展的，进步的，对世界的影响是积极的。同样，《泰

晤士报》对中国的关注日益上升，基本秉承其传统，尽量以客观中立的报道来反映中国社会的变化，

对中国经济的报道采取中立态度，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在世界经济秩序的地位予以肯定的同时，也表

现出对中国崛起的担忧。总体而言，“中国崩溃”和“中国威胁”的两种极端的国家形象得到了部分

修正。
 

（二）媒体对国家形象的塑造受到权力结构、文化形态、政治经济利益的影响以及媒介制度、新闻价

值观的制约
 

通过北京奥运背景下，中外媒体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塑造结果的对比发现，中外媒体中的中国形象

存在巨大差异，奥运会作为全球性的媒介事件，虽然得到了全球的关注，但是在这样一个全球一体化

的时代，全球性媒介事件的生产依然是新闻事件国内化、本地化的、国家化的过程，在宏观上受到权

力结构、文化形态、政治经济利益的影响，在微观上受到媒介制度、媒介利益和新闻价值观的影响和

制约。
 

（三）国家国家主体自身的行为和形象的自塑难以撼动西方媒体的刻板印象
 

通过中国国家形象主体的行为、自塑过程和西方媒体中呈现的中国形象的比较研究发现，中国在

经济发展、外交活动、艺术文化等方面的努力得到了国外媒体的部分认可，但在政治民主、环境发展

和城市建设上的进步却依然被误读和曲解。外国媒体对中国的认识依然存在思维定势和习惯。虽然在

对北京奥运的报道中，以《中国日报》和《人民日报》海外版为代表的外宣媒体在宣传策略和技巧上

有了明显进步，但这种形象自塑的方式依然难以得到国际受众的认可和信任，无法产生有效的影响

 



力。
 

四、启示
 

（一）大型体育事件提供了国家形象塑造的机会
 

体育作为展现综合国力、振奋民族精神、传播和平与友谊的重要标志和手段,正越来越以其独有

的魅力、不断扩大的影响和持续广泛深入的国际交流活动,使世界变得更加充满活力和丰富多彩。在

现代社会中，体育的胜负不仅仅关乎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竞技水平，而是综合国力的较量。体育赛事

的跨文化性使其成为人类交往的共同语言，体育的跨意识形态特征能够在外交格局中使国家之间实现

求同存异，大型体育事件提供了国家形象塑造的契机。
 

（二）大型体育赛事对国家形象提升的直接影响有限，但会加速国家形象提升的过程
 

北京奥运会的筹备和举办，在客观上为中国提供了被世界关注和认识的机会，同时也将自身的不

足和问题暴露在了聚光灯下。虽然，在北京奥运背景下，西方对中国的误读依然存在，中国国家形象

的修正有限，但不可否认的是借助奥运契机，中国政府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上的种种努力

促进了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而这些对国家形象的影响绝非是即时表现。北京奥运会的筹备和举办对

中国国家形象的提升是有限的，但却加深了中国政府塑造国家形象的意识，加速了中国国家形象提升

的过程。
 

（三）国家美誉度是影响国家形象的主要原因
 

在理想的状态下，国家形象的构成要素大致包括:国家的社会制度、民族文化、综合国力、政治

局势、国际关系、领袖风范、公民素质、社会文明等。然而，本研究发现，国家形象主体的积极行为

和形象的自塑只在一定程度上能促进了良好国家形象的构建，国家美誉度是影响国家形象塑造的主要

因素。
 

(原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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